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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县农机事务中心

（2024 年 3 月 20 日）

一、概况

桃江县农机事务中心为桃江县农业农村局二级机构副科级

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县农业机械化工作，提高农业机

械化水平。农业机械管理，农业机械产业管理，农业机械市场管

理，农业机械化技术管理与推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与农业机械

报废更新补贴办理，其他相关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机关核

定编制 13 人，中心下设一室五股二站（综合办公室、组织人事

股、计划财务股、农机装备股、产业发展股、农机推广股、农业

机械化推广服务站、能源供应管理站）。现有在编在岗人员 66

人(其中：机关在岗 12 人、农机推广站 22 人、能源供应管理站

32 人),退休人员 67 人。

1、全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主要农作物机械化水平持续提升。以水稻生产全程机

械化生产为重点，着力突破机械种植、机植保、机烘干等瓶颈环

节，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得到了快速推进。同时，加快了油菜生

产全程机械化生产，全县水稻机械化生产水平达到 84.18%，同比

上年提高了 1.11 个百分点；油菜机械化生产水平达到 68.32%，

同比上年提高了 2.31 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到 79.73%，同比上年提升 1.32 个百分点。



（二）水稻机播机插技术得到了推广。全县水稻机播机插水

平达到 49.04%，同比上年提高 4.03 个百分点。2023 年，为提升

机播机插水平，于 6 月 27 日在桃花江镇召开了“2023 年桃江县

大钵体毯状苗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及农机安全生产培训会”，全县

15个乡镇农机管理人员和农机合作社种粮大户120余人参加培训

会。同时，为补齐水稻机械化栽种的短板，向省农机事务中心申

请了 350 亩水稻有序机直播技术试点任务，在灰山港镇曾旺农机

合作社进行试点，拓宽了水稻机械化种植思路。今年超额完成了

省级下达的水稻机插机抛社会化服务任务，省级下达我县水稻机

插机抛社会化服务任务面积 1 万亩，实际完成 2.417 万亩，已兑

付作业面积补贴 62.1 万元。

（三）积极开展水稻、油菜机收减损工作。一是开展水稻机

收测损。双抢期间在石牛江等多个乡镇开展了水稻机收测损，通

过测损水稻损失率为 0.998%。二是开展油菜机收减损测产。今年

5月18日邀请了市农机事务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桃花江镇开展

了油菜机收减损对比试验。现场采用油菜收割机常规割台和油菜

收割机杂粮割台各一台进行对比试验，经对比常规割台总损失率

为 7.75%，杂粮割台总损失率为 4.46%，低了 3.29 个百分点，平

均损失率为 6.11%，在去年基础上降低 10 个百分点以上。三是开

展宣传教育培训。2023 年分别在 2 月和 10 月份召开了“开工第

一课讲安全”“桃江县秋冬种机械化生产及水稻机收减损技术培

训会”，共培训人员 550 人次，发放各类资料 2000 余份。

（四）高标准实施设施农业建设项目。今年我县争取到建设



蔬菜及瓜果生产设施设备资金 300 万元，项目建设主体为湖南先

田智慧农业有限公司。目前项目已完成全部建设，在 2023 年 12

月份及 2024 年元月份邀请县财政局、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

组和局相关股室负责人一同进行了工程项目过半验收及竣工验

收，每次 150 万元分两批拨付了项目资金 300 万元。

（五）持续稳定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工作。2023 年，我们坚持

规范高效，不断巩固农机购置补贴改革成果，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按照《湖南省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

从申报审核购机者、机具、发票等严把关，机具核验每批联合县

财政采取上门核验，机具核验率达到 50%以上。全年共争取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 1942 万元，分五批次发放农机购置补贴 1658.5044

万元，剩余资金将按规定分批发放。

（六）一举成功创建全省、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为积

极营造“平安农机”创建氛围，深入开展了农机安全宣传“五进”、

农机“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实现了县乡村“墙上有标语、路口

有警示、手中有资料、报上有文章、电视有图像”。全县共悬挂

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栏 300 余个、警示警告牌 100 余块、宣传横幅

340 余条、大型“高炮”公益广告宣传彩绘 2 处、宣传报道 50 余

篇、影像宣传片一部，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20800 份。

全县农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农机上牌率、驾驶人持证

率达 100%，检验率达 89.5%，全县没有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在

全县各级强有力的推动下 2023 年桃江县一举成功创建全省、全

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完成了省级和国家级二级同创。同时，



为增强农机手安全生产意识，举办了“开工第一课讲安全一期”、

“农机安全生产与管理一期”“农机驾驶员培训三期”，共培训

农机手 600 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农机手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操作

技能，为全县农业机械化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

实保障。

2、亮点工作

一是立项争资再上新台阶。中心全年共完成立项争资

2304.0871 万元，超额完成局里下达的 1800 万元目标任务。

二是维护内部稳定，确保一方平安。中心因机构改革不彻底，

面临了职责职能不清、人力、财力等多方面的严重压力，导致全

县农机化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随着单位由正科级降格为副科级

单位，年初预算部门专项经费 40 万元全部核减、班子成员至今

未任命，再加上中心管理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能源站 34 人医、

社保资金无保障，最终在蔡局长和李局长的带领下争取到医、社

保资金 41 万余元和 2024 年初预算 30 万元工作经费。在居多困

难的情况下，确保了中心在职人员 69 人，退休人员 66 人的稳定，

全年未发生一起违法违纪行为。

三是“平安农机”创建效果显著。自启动“平安农机”示范

县创建以来，全县上下持续发力，加大“平安农机”创建工作力

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创建全

国“平安农机”示范县为总目标。通过开展“三率达标行动、互

助保险送险下乡”等活动，从源头治理、部门联动、宣传发动等

工作，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农机安全监管机制，把农机安



全监管覆盖到每个镇、村、组、每台农业机械，每个机手、切实

加强了农机安全生产监管，进一步夯实了农机安全生产基础，促

进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再创新高，松木塘镇等 5 个乡镇荣获 2023

年“平安农机”示范乡镇荣誉称号。同时，受市农业农村局推荐，

接待大通湖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12 人次学习“平安农机”示范

乡镇创建工作。

四是农机报废补贴业务获省厅好评。2023 年 12 月 27 日，省

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张才道处长带队来桃检查农机报废补贴和农

机购置补贴工作，我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得到了张处长的好评和

高度赞扬。受省厅推荐 2024 年 1 月 11 日接待湘乡市农机事务中

心 10 人次学习农机报废补贴工作经验。同时，据市农业农村局

电话通知，准备在桃江召开一次全市农机报废补贴工作推进和典

型推介会，学习桃江经验。

3、2024 年工作任务

一是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继续加大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向

省市县主管部门多汇报。

二是继续实施和争取农机方面资金与项目。

三是根据省厅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制定补贴实施方

案，加大农机购置补资金争取力度，力争全年实施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 800 万元以上，加快淘汰老旧农机，促进农机具提档升级，

为提高农机化率打下物质基础。

四是力争完成省厅下达的机插机抛目标任务。

五是继续加大农机隐患排查和检查力度，强化安全生产管



理，巩固“平安农机”示范县成果，确保全县无重特大农机事故

发生。

六是进一步加大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新模式推广力度和

农机技术培训，提高农机手操作水平和服务质量。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2023年全年总支出 573.8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78.16

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69.7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5.97 万

元，商品服务支出中的公务接待费 0.65 万元。

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农机事务中心相关制度执行，其中重

大项目制定了相关的资金使用办法，如农机购置补贴、机插机抛

秧作业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等。农机购机补贴、机插机抛秧作业面

积补贴由相关股室联合县财政核验，并公示后打入农户“一卡通”

帐户或对公账户。

三、项目组织实施和完成情况

2023 年，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

南省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湘农

联〔2021〕54 号 ）我们把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作为转变发展

方式、加大调整农机装备结构、配套提高特色优势产业机械水平

的关键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在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极大

地调动了广大农民购置农业机械的积极性，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

门路，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的引导下，农民使用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的积极性大



大提高。通过抓制度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措施，加大

风险防控等措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绩效大大提高。2023 年我县

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组长，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县农机事务中心主任任副组长，县农机事务中心、县

财政局分管领导和各乡镇分管农业的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由县农机事务中心分管购置补贴工作分管领导兼任办公

室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县农机事务中心。补贴工作实施过程中，

每批资金发放前，先由各乡镇对每台补贴机具进行上门核验，后

由县级农机、财政部门在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组监督下对全县机具

按 30%以上进行抽验。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 年，根据我中心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计划，围绕

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

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

(一)、经济效益评价

1、我中心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本级财政

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强

化了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预算配置控制较好。

2、预算执行方面。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除专项

预算追加外，本年部门预算未进行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三公”

经费总体控制较好，未超出年初预算。

3、项目支出方面。2023 年桃江县设施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资金 300 万元。为规范项目管理 ，确保项目质量，我中心制

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管理原

则，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项目资金统一由县财政管理，项

目资金到位后及时进行了项目的开展和项目联合验收。我中心根

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由财政分批次拨付了全部项目资金。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中心 2023 年度评

价得分为 100 分。

（二）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

我中心年初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保障了单位的正常工作运

转。在执行上严格遵守了各项财经纪律，在农机购机补贴经费项

目、现代农机合作社建设及机抛秧作业面积项目完成的基础上进

行了后续跟综服务，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严格按农机事务中心工

作制度落实。在农机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上，严守法律底线、

纪律底线、道德底线。

（三）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

在 2023 年民主测评中，项目工作与经费管理规范，已按计

划完成，社会效益较好，服务对象总体满意 ，满意度为 100%。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县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工作方案、评价指标。我们

组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对 2023 年度农机系统整体支出进行了评

价工作，绩效评价工作主要有：

（一）核实数据。对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

真实性进行核实。



（二）结合整体支出评价要求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汇总。加

强了预算执行管理，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统筹安排支

出，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费用支出，控制超支现象的发生，加

强了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确保了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三）形成绩效评价报告。结合评价得分评价结果为良好。

2023 年的项目按期完成顺利通过验收，各项年初绩效目标基本实

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所提高，项目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基本健

全规范，未发生违法违规问题。

六、存在的主要困难或问题

一是农机化发展基础仍然薄弱。我县属于丘陵山区，农田丘

块小，大多数农田未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制约了农业机械

化的发展。技术指导服务方面，主要是农机化技术培训不够系统、

农机维修保养不够及时、农机作业服务信息渠道不够畅通。农业

机械普及方面，主要是关键环节先进适用于丘陵山区机具偏少。

二是农业生产重要环节和关键领域机械化水平仍然较低。水

稻机插机抛率大幅落后于其他区市县水平，丘陵山区水稻机械化

种植一直是个短板，早稻育秧期间雨多晴少、气温起伏大，导致

烂种烂秧情况严重，育出标准的机插机抛秧苗较为困难。

三是工作体系、工作方法、工作措施、工作力度不够到位。

机构改革后，县农机事务中心隶属为县农业农村局的二级机构，

目前尚处在磨合时期，工作职责职能还不够明确，主动谋划工作

的积极性不高、前瞻性不够，合力推进工作的方法不多、措施不

力，有时工作开展中甚至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以致工作情况掌



握、生产数据上报特别是项目储备申报等方面均存在着一些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

四是农机队伍力量不强。主要是专业化人才和技术人员严重

缺乏，我中心已有十多年未新进农机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且人

员年龄老年化严重，平均年龄达到了 52 岁，目前中心无会计，

原会计于 2023 年 6 月份退休。同时，基层农机队伍不强，乡镇

农机人员均 1 人多岗，且工作经费少，普遍工作热情不高，在农

机购置补贴核机中存在核验缓慢，影响了全县结算进度。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中心的项目少，任务重，且财政预算安排工作经费不足。

2、能源供应管理站的社保及职业年金建议财政纳入年初预

算。

3、抓好“三公”经费的控制管理，把关“三公”经费支出

的审核、审批，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附件：1. 桃江县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

2. 桃江县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 1

桃江县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基础数据表

说明： “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

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填表人：莫佳祥 填报日期：2024.4.25 联系电话：07378824761 单位负责人签字：夏伟财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3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71 69 97%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2年决算数 2023年预算数 2023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3.69 5 0.65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其中： 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3.69 5 0.65

项目支出：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

公用经费 95.54 85.94 69.72

其中：办公经费

水费、电费、差旅费 13.1 12.79

会议费、培训费

政府采购金额 0 0.32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804.38 542.15 573.85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3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m²）
实际规

模（m²）
规 模

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

控制率

无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执行中心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附件 2

桃江县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县级预算部门、单位名称 桃江县农机事务中心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42.15 573.85 573.85 1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573.85 其中：基本支出：573.85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完成水稻机插机抛面积10000亩；

2、实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800万元；

3、推广新型实用农业机械300台套。

1、完成水稻机插机抛面积24171亩；

2、实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116万元；

3、推广新型实用农业机械528台套。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水稻机插机抛

面积10000亩、

实施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800
万元、推广新

型实用农业机

械300台套。

面积10000
亩、补贴资金

800万元、机

具300台套。

水稻机插机

抛面积24171
亩、实施农机

购置补贴资

金1116万元、

推广新型实

用农业机械

528台套

20 20

质量

指标

水稻机插机抛

面积以北斗监

测 数 据 为 依

据、推广的新

型农业机械具

有先进性和实

用性。

10000亩 24171亩机插

机抛面积全

部为北斗监

测终端监测

到的数据，推

广了筑埂机、

打捆机、秸秆

粉碎还田机、

钵体毯状苗

两用高速插

秧机、水稻有

序直播机等

多种新型实

用机械，具有

先进性和实

用性

15 15



填表人：莫佳祥 填报日期：2024.4.25 联系电话：07378824761 单位负责人签字：夏伟财

时效

指标

多批次按时完成购

机补贴；年内完成机

插机抛作业补贴发

放。申报并创建全

省、全国“平安农机

示范县”。

每季度一次 全年分四批

次按时完成

了购机补贴；

12月份前完

成机插机抛

作业补贴工

作，各作业主

体均按北斗

面积得到了

相应的作业

补贴。按时申

报并成功创

建全省、全国

“平安农机示

范县”。

10 10

成本

指标

生产成本降低幅度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能力

逐步提升 完成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水稻生产服务

亩均增收

根据政策性 25元
8 8

社会效

益指标

水稻机械化综

合水平提高 1
个百分点，油

菜机械化综合

水 平 得 到 提

升，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得到提

升。

1% 同比上年，水

稻机械化综

合水平提高

1.11个百分

点，油菜机械

化综合水平

提高了2.31个
百分点，主要

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

化提升1.32个
百分点。

8 8

生态效

益指标

减少除草剂使

用量，水稻机

械化种植水平

提高 4个百分

点。

4% 水稻机械化

种植水平提

高4.03个百分

点。

8 8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农 机 安 全 生

产，重大农机

安全事故。

0 全年全县无

重大农机安

全事故。

6 6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干职工满意度 100 100 10 10

……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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